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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申城艳阳高照，最高气温达

30℃。建国西路上，封控区的居民出门做核

酸检测时，已经全副清凉装扮，核酸检测站

的医务工作者却是防护服全副武装，几个小

时下来，内衣都湿透了，汗水在防护手套里

流淌，双手就同泡在水里一样。

孙中钦 杨建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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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战战凡人凡人 疫疫

■ 俞冬平正在操作无人机为居民送货

一架写着楼栋门牌号码的小型无人机，

缓缓落在小区门口。外卖员核对地址后，将

一盒降压药品放在无人机的空投器上。跨

越200米的距离，无人机成功降落，70多岁

的邻居阿婆拿到药品后，可以用“惊喜”来形

容她的心情——“喜”的是终于拿到了药品，

“惊”的是平生第一次亲眼见证无人机送货。

这一幕发生在疫情封控中的上海市宝

山区宝华北岸郡庭小区，而且不止一次上

演。操作无人机的年轻人，名叫俞冬平，是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务段

动车车载车间一名信号工。

其实用无人机运送物资的想法源于一

次偶然。俞冬平所在的小区4月1日开始封

控，至今还属于封控区。有一天，他一大早

就接到快递小哥的电话，说他买的鸡蛋已经

放在小区门口的货架上。谁知天黑时，气喘

吁吁的志愿者才将物资送到他家。

“我和送物资的志愿者说话时，看到他

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我能感觉到他们实在太

辛苦了。”俞冬平所在的楼栋有阳性感染病

例，看着全身“武装”、护目镜里全是汗水雾

气的志愿者，他想，自己能不能做点什么，既

能减少交叉感染风险，降低志愿者的劳动强

度，又能提高配送效率呢？

他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无人机上。那

是他去年购买的一台适合航拍的便携式无

人机，负重能到3公斤左右，加之他所在的

小区为“非禁飞区”，一个用无人机代为“跑

腿”的想法随即形成。

过了几天，俞冬平买的牙膏到货了，于

是他开始尝试用无人机取货。无人机顺利

飞到小区门口，在和快递小哥沟通好后，牙

膏被固定在空投器上，他操纵着无人机开始

“返航任务”。 很快，“首飞”成功了！随后，

他用无人机运送过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蔬

菜、药品、卫生纸……俞冬平说：“每一次飞

行回来，只要对飞机和物资进行消毒，真正

做到了无接触配送！”

积攒了“飞行经验”的他，让这架无人机

做起了“跑腿小哥”，给周围邻居免费服务，

他和他的无人机也成了小区里的“红人”。

谁家有药品等紧急物资需要递送，且重量又

在无人机的承受氛围之内，就会在微信群里

告诉俞冬平，他线上“接单”后，派出无人机

去取货送货。渐渐地，“无人机送货”这件

事，成了这个拥有3000多名居民的小区里

的“新晋顶流”，找他帮忙的人络绎不绝，每

天几乎都是飞到无人机没电才“歇工”。

俞冬平曾经是一名海军战士，在进入铁

路部门工作后，多次出色完成过在上海南站

的安保任务。他的微信个性签名是“我的心

永远炙热”，在战疫中他也用一颗炙热的心

去帮助别人：“面对疫情，再煎熬也要咬紧牙

关，团结一致，能打仗，打胜仗。特殊时期，

只要是能方便大家、帮助大家的事情，我都

愿意去尝试。” 本报记者 金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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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信号工变身
小区“空中快递员”

为应对奥密克戎病毒大

规模侵袭上海，3月10日起，浦

东新区对部分居民小区陆续

进行了隔离管控。此时，我家

正在进行装修施工中。17日，

小区接到18日零点将实行“48

小时全封闭管控”的通知。这

真是“吃素碰到月大”，让我十

分着急。我只能让装修师傅

快速按上部分门窗框架，连窗

锁及配件都顾不上装好，就让

工人师傅丢下工具，将未完成

的装潢材料堆积在两个楼道

里，迅速撤离了现场。我就在

这灰天灰地、凌乱无章的家中

进行了“居家隔离”。我想，隔

离2、3天时间不长，熬一熬就

过去了。可万万没有料到，疫

情发展愈来愈严峻，“管控”升

级为“封控”，人都足不出户，施

工更不可能。

这突如其来的“封控”，一

次次楼下排队做核酸检测，使

原本烦躁的心更加不得平

静。我的作息时间变成了上

午检测，下午收拾杂物、房间，

晚上做大厨。百无聊赖的日

子里，我发现，邻里之间的关

系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我住

在这里18年，不少人从未谋

面，几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

不相往来”。这次疫情来临，

每幢楼都建立了微信群，通过

这个平台交流，邻里间的关系

热络起来了，我似乎闻到了过

去老上海邻里之间的烟火

气。大家互帮互助，楼里的7

名共产党员更是主动成为护

卫小区的志愿者，尤其对独居

老人问长问短，在生活上给予

了特别的照顾和帮助。

再说说我自己。太太平时有囤物的

习惯，两个大冰箱经常被塞得门一开必有

食物掉下来的状态，橱柜所有能塞的空隙

都放满了各类生活物资，两个一大一小的

“毛孩子”的食粮及零食足可维持3个月。

可是这次封控巧遇装修，既没有购置

太多菜与米，也没有地方储存，真是进退

维谷、一筹莫展。细心的楼组长朱医生是

小区支部书记，知道我家的窘境之后，主

动两次上门送来蔬菜和鸡蛋；隔壁一楼的

沈老师是志愿者领队，也是个热心肠，知

道我情况后也主动捐献了10公斤优质大

米和许多新鲜蔬菜。在这个家家都缺菜，

蔬菜俨然成为“奢侈品”的时刻，他们充满

爱心的义举让我非常感激。我是一个画

家，为什么不以身边邻里间互帮的故事为

素材，从一棵大白菜画起，真实地艺术再

现身边的大爱呢？这样，“封控不封爱，邻

间真情在”的主题在我胸中油然生成。

进入创作不久，上海突降几天暴雨，

刚按上的窗户多处渗水，几乎每隔一小时

要擦桌拖地，就怕水影响到楼下邻居，但

恶劣的环境没有阻止我创作的欲望。我

把太太每天参加志愿者的工作、政府暖心

菜、团购菜及生日蛋糕等日常平凡事一一

记录下来，一个月中画了四个系列作品15

幅，分别是《邻间真情在》《致敬志愿者》

《政府暖心菜》和《爱从远方来》等等。

我以通俗易懂的国画小写意手法进

行创作，在色彩、线条运用上尽量还原蔬

果和食品等本色。作为非常时期、特殊环

境下的生活记录和历史见证，艺术地表达

了抗疫中邻里间关爱的故事。当然亦是

对中国画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的探索。

疫情终会被战胜，相信，经历这次抗

疫的风雨后，我们会更加团结，风雨同舟，

建设美好的未来。

马海峰

“多亏了小林呀！我和爱人的药终于续

上了。”陆大伯是普陀区长征镇梅四小区的一

位居民，他有高血压，妻子患有糖尿病。封控

时间的延长，让他们的用药“库存”消耗殆尽，

虽然是非封控楼栋，但出门配药也存在一定

风险。邻居林凤萍建立的配药群，恰好解了

他心头之急，林凤萍是2岁孩子的妈妈，她担

任“配药团团长”，一人“承包”了小区里50户

居民的用药配送。

接下“苦差事”
小区大群和各楼栋分群成立之初，群里

弥漫着不少抱怨的情绪。“我感觉大家的情绪

源自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我就想着自己能够做

点什么，或多或少为大家带去一些确定性和安

全感。”看到不少老人为用药的事情犯愁，林凤

萍站了出来。因为家人是医生，她也略通一些

药理知识，“为大家团购物资我做不来，但是帮

大家配配药，我还是力所能及的。”

在接下这份“苦差事”之初，林凤萍的决

定是不被大家看好的。有朋友提醒她：“万一

开错药或者弄错一个字，居民吃下去了，这个

责任你担不担得起？”风险不小，且家中还有

个2岁的宝宝要照顾。“当时所有的楼组长都

告诉我会碰到很多阻碍，我也不知道这件事

能做到什么程度。”权衡过后，她还是决定迎

难而上。“我只想，哪怕我一次只配个十来份，

能帮到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在丈夫和居委的

支持下，她立即开始建群收集信息。

几乎没喝水
第一次尝试线下配药时，由于经验不足，

收集大家用药信息的时间线拉得比较长，这

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抗原异常或阳性病例

的出现具有不确定性，如昨天用药需求者所

在楼栋还是安全的，过两天去配药的时候，就

发现有异常被封控了，这时候就不便进行线

下配药。实际上，第一次配药完成耗时近一

周，林凤萍觉得必须将信息收集过程缩短，

“刚开始只有我一个人，所有的事情都要亲力

亲为，对大家的情况也不熟悉，还是摸索了挺

久。现在有了一些志愿者帮忙，通常3天内

统计好表格、收齐医保卡，第4天基本上就可

以直接去线下配药了。”

一份从接单、配药、验单到外送的全流程

“跑腿服务”，几乎都由林凤萍一人“承包”，十

几天来，她为50户居民配药近300份。“有些居

民会指定在某个医院配药，但是为了提高配药

效率，我选择了中山医院统一配药，药相对较

齐，基本能满足用药需求。”配药那天，还是她

的“轻断食日”。那天她通常一早就起床，早

上吃个白煮蛋果腹，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

几乎没有喝水。“要是上个厕所回来，配药的队

伍又得长了。”她笑言，“我觉得这些累其实都还

好，在承受范围之内。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

‘年轻人嘛，睡一觉力气就回来了’。”

本报通讯员 张成妍 记者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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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我的抗疫

宝妈“承包”小区50户居民的用药配送

配药那天是她的日뛏쪳죕


